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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F_8B_E5_8E_9F_E5_c34_184029.htm 现在大家已经来到了

北京的远郊昌平区，那即将进入的就是十三陵景区。利用这

段时间，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十三陵的历史背景和说明。 明

朝永乐皇帝朱棣在1407年派了一些风水术士到北京选择“吉

壤”，其实就是吉祥的土地，准备修建陵寝。当时这些人找

了很多地方，但是都不成功，开始他们选在了口外的屠家营

，可是皇帝姓朱，与猪同音，犯了地讳。然后又选在了昌平

西南的羊山脚下，可是后面有个村子叫“狼口峪”，这样岂

不是更危险！后来选过京西的“燕家台”，有与“宴驾”同

音，太不吉利了。最后直到明永乐七年，才选定了现在的这

片天寿山陵区，在周围有蟒山，虎峪，龙山和天寿山。这里

正符合了阴阳五行中四方之神的所在位置，就是东青龙，西

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还有温榆河经过这里，真可以说是

风水宝地。从此可见当时皇帝要为自己修建一个陵寝要耗费

多少精力啊。随后，就开始修建了长陵，经过四年终于竣工

了。那明朝历代的皇帝，也陆续在这里修建了陵寝。而且

从1409修建长陵一直到1644年明王朝灭亡，这200多年间，明

十三陵的营建工程从来没有间断过。在这方圆40平方公里的

范围，埋葬了明代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还有许多的

妃子，太子等等。可是这里也没能够完整的保留下来，在清

兵入关以后，为了报复金人将清太祖的祖坟毁掉，所以就将

这里烧了。后来在乾隆五十年的时候，为了笼络汉人，就下

令修缮陵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开



发，并且开放了的长陵、定陵和昭陵，其中定陵的地宫已经

被发掘了。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是世

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现在大家可能在想

：明朝不是有十六个皇帝么？怎么在这里只有十三个皇帝的

陵寝？其实原因很简单，明太祖朱元璋因为建都南京，所以

他的陵墓当然就在南京啦，也就是明孝陵；而明朝第二个皇

帝建文帝，因为被朱棣夺取了皇位，尸骨下落不明，所以这

里就没有他的陵墓；在明朝第七代皇帝英宗的时候，他曾经

被宦官王振怂恿，率军亲征，后来在河北怀来的土木堡被瓦

刺军俘虏，这个事件称为“土木之变”，一国不能无君，所

以他的兄弟就被册封为景泰帝，而后又上演了英宗重新夺取

皇位的“夺门之变”，所以在十三陵中没有景泰帝的陵墓，

他以亲王的礼节被安葬在西郊的金山口。这样一来，大家一

定都明白了为什么这里叫做十三陵了。 现在大家沿途看到的

这一个石牌坊，就是陵区的标志，是嘉靖年间制造的。这个

牌坊是5间6柱11楼，高有14米，宽达到了28.86米，是现在国

内保存下来最大、最精美的石牌坊，上边的图案装饰也都是

云龙图案，反映了皇家建筑的特点。 大宫门就是陵墓区的正

门儿，也叫大红门。门是南向的，分三洞，在这个门里边就

是陵墓区。在门两侧都有刻着“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下马

碑，因为当时规定这些人进入陵区都是要步行，否则可是要

治罪的。而且这里也是禁区，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随便进入

的地方，严重的是要被斩首的。而进了这个门儿，也就走进

了贯穿陵园南北，能够直接通到长陵陵门的神道，明朝的神

道，也是我国历代修建的帝王陵中神道最长的，其实他的主

要作用就是让皇帝灵魂通过的地方，全长有7公里。 我们一



边走着，就可以看到前边有一个碑亭。这个碑亭是重檐歇山

顶的建筑，里边有驮着巨碑，这个就是长陵的神功颂德碑，

正式建立于1435年，正面就是永乐皇帝的长子朱高炽写的颂

德碑文，有3000多字，而背面则是在乾隆五十年撰写的《哀

明陵三十韵》，里边详细记录了陵墓的破损情况。碑身的东

面是清政府修缮陵墓的花费，西侧则是在嘉庆九年论述明王

朝灭亡的原因。 过了碑亭，我们继续沿着神道行走，会发现

在神路两侧，都有很多石雕。其实这里一共有36座石雕，叫

做石像生。紧挨着碑亭后边的是两根石望柱，接下来就是狮

子、獬豸、骆驼、大象、麒麟、马，各有四匹，按照先卧后

立的顺序排列。然后是武臣、文臣和勋臣各有四人。修建这

些，都是为了体现帝王生前的仪仗和死后的尊严。所以体积

都非常大，雕刻的都非常精细。而且这些也都象征着皇帝在

生前可以得到尊崇，到了死后也是同样得到尊崇。，各方神

圣和文武百官还是要为我独尊。 再往前走，就可以看到一座

棂星门，也叫龙凤门，取天门之意。在这个三门六柱的门中

央位置上，有三个火焰宝珠，所以这里也被叫做火焰牌坊。 

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沿着神道来前进的，来回顾一下，先是石

牌坊，然后到了大宫门，现在我们就要已经进入了长陵了。

碑亭，石象生，过了龙凤门，还有一段路程就可以到达长陵

的陵门了。而我们所说的整个陵墓群的中轴线其实也就是这

条贯穿陵园南北，全长共7公里的神道。 说到长陵，它是明

十三陵中的第一座陵，始建于1409年，在1416年全部建成，

是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和徐皇后的合葬墓。朱棣是明太祖朱

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当朱元璋死后，朱棣就以靖难为名，从

北平发兵攻下南京，并且从当时的皇帝朱允文手中夺得了皇



位，改年号为永乐，这件事历史上称之为靖难之役。朱棣是

一位很了不起的皇帝，当了皇帝以后仍然为了巩固明朝的统

治而连年征战，并且在1420年做出了迁都北京的重大决定。

在他所统治的明朝年间，国库充实，政局稳定，而且还命人

写作了《永乐大典》这部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派郑和七

下西洋，发展了各国之间友好关系。而他的贤内助徐皇后，

也就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女儿也是一位有中国古典美的女

性，她曾经编写了《内训》和《劝善》用以化育人心，在用

了五年的时候病逝了。值得一提的是葬入长陵的第一个人并

不是朱棣，而是徐皇后。长陵共占地10公顷，中轴线由陵恩

门，陵恩殿，明楼，宝城和宝顶共同组成。陵墓共有三进院

，第一进院是从陵门道陵恩门，可以看到左右两侧各有一个

小碑亭，但当时上面都没有文字，现在的文字是清顺治皇帝

写上的。陵恩殿坐落在陵墓的第二进院落中，在1412，明永

乐十四年建成，是供奉牌位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它面阔

九间，进深五间，是重檐庑殿顶的建筑，殿内有60根楠木柱

，中间的四根直径都达到了一米以上，是国内最好的楠木殿

。原来陵恩殿中陈列有大佛龛，现在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

的是后人制作的永乐皇帝坐像，大家可以绕道坐像的后边来

看一下，可以看到椅背上刻有一条龙，而龙头则正对着万历

皇帝的头部，这象征着皇帝是真龙天子。而四周则是出土文

物的展览。咱们从殿后的门一出来，就到达了第三进院落，

每座陵墓的标志明楼就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也有一个

碑亭，石碑上刻有成祖文皇帝之陵，因为皇帝姓朱，所以碑

身也都是用的朱砂红色。 由于长陵的地宫没有发掘，所以我

们在长陵的游览就先告一段落。不过大家不用着急，接下来



我们将要去的定陵，就可以让大家参观到古代皇帝的地下宫

殿了。 定陵是明朝第13位皇帝神宗万历朱翊钧和孝端、孝靖

两位皇后的合葬墓。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他的为

人和永乐皇帝朱棣可以说成为了鲜明的对比。他非常贪婪懒

惰，在他九岁即位的时候，由于有大臣张居正的辅佐，国家

发展的还算比较稳定，可是后来张居正病逝，他便利用这个

机会为自己选择了陵地，花费了800万两白银，用了六年时间

，建了工程质量最好的定陵，而他居然因为陵寝修建的非常

满意，而在地宫当中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真实一位让人苦笑

不得的皇帝。而他不仅如此，在他在位的48年当中，竟然

有28年不理朝政，导致国家处于瘫痪状态。后人评论，其实

明朝灭亡的命运，在万历皇帝朱翊钧时就已经成为定局了。

他有两位皇后，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孝靖皇后身份低下，可是

与他有了一个男孩，就是后来的“一月天子”朱常洛，母以

子贵，她就被封为贵妃。但是她比朱翊钧早死了九年，并没

有葬在定陵里，直到后来追封她为太皇太后的时候，才与万

历皇帝朱翊钧，孝端皇后共同葬入陵寝。朱翊钧的另一个皇

后孝端与他没有孩子，在她去世后不到百日，朱翊钧也去世

了，所以他们是同日葬入定陵的。 一进入定陵陵区，我们首

先看到的是一个碑亭，里边就是神功圣德碑，也称为无字碑

。碑顶有云龙交盘，下端雕有海水纹的图案，碑座也是龙九

子之一。在十三陵中，除了长陵以外，其他的陵碑都没有字

。这是因为原来在献景裕茂泰康六个陵门前没有碑亭，当然

也就没有碑文一说，可是后来这六个碑亭相继建成，碑文理

应有当时的嘉靖皇帝撰写，可是他忙于炼丹成仙，根本没工

夫理会，所以导致六个碑空空如也。在永陵之后的陵墓，因



为祖宗的墓碑上都没有写字，所以怕冒犯祖先，也都没有撰

写碑文，这样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定陵的这个

碑背面有一个满月型的痕迹，所以俗称月亮碑，传说它还有

灵性，能随月亮阴晴圆缺而发光，可是后来陵园着火，就失

去了灵性。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